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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
和考核办法（2024版） 

 

为深化教学管理体制改革，按照按劳分配，优质优酬的

原则，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，激发教学活力，提高教学质量

和办学效益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

学校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和考核办法。 

第一部分 本科生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和考核 

一、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的计算单位为“标准课时”，教

学（指导）工作量M＝A﹢B﹢C﹢D﹢E﹢F﹢G﹢H，其中： 

A：理论教学工作量 

B：实验教学工作量 

C：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量 

D：指导实习工作量 

E：指导创新创业竞赛工作量 

F：指导新教师教学工作量 

G：拔尖班学业导师指导工作量 

H：课程助教指导工作量 

二、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和考核要求 

（一）理论教学工作量（A） 

理论教学工作量 A＝T×（1+K+P+Q），其中： 

T：教学计划讲课学时数 

K：授课班级人数系数 

P：批改作业系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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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授课类型系数 

表 1：授课班级人数系数 

课程类型 标准班基数（N） 人数(X) K 

普通课程 50 
50＜X≤120 K=（X-N）/140 

X＞120 0.8 

体育、外语类课

程（公共基础课） 30 
30＜X≤80 K=（X-N）/100 

X＞80 0.8 

通识类选修课

（含专业大类导

论课） 
100 

100＜X≤500 K=（X-N）/400 

X＞500 1.5 

在线开放课程 200 
200＜X≤2000 K=（X-N）/1800 

X＞2000 1.5 

表 2：批作业系数 

课程类型 要求 P 

数理类公共基础课 作业次数不少于 3×周学时，批改量不少于学生
数的 1/3 0.2 

其他课程 作业次数一般不少于 2×周学时，批改量不少于
学生数的 1/2 0.1 

表 3：授课类型系数 

序号 课程类型 Q 

1 一般课程 ／ 

2 新开课程 0.3 

3 专业平台课/公共基础课（挂牌授
课） 0.2 

4 全英文授课 1.5 

5 研究型教学 0.2/0.5/1 

6 在线开放课程 获批省级为 1、国家级为 1.5 

7 拔尖课程 0.2/0.5/1 

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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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新开课程是指在校内第一次开设的课程。研究型教学

是指教师申报、学校批准后以启发式、探究式、混合式教学、

翻转课堂等开展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实践。拔尖课程是指经

教师申请、学院同意、学校批准，在拔尖班开设研究性课程、

荣誉课程等教学改革类课程。 

2. 第 2-7 项不重复计算，选取单项最大标准系数进行计

算。 

考核办法： 

1. 作业次数及批改次数不达要求的，不发放系数工作量。 

2. 全英文课程是指授课语言、教材、课件、课程大纲、

学生作业和考试均为英文，其中任何一项未能使用英文，均

不能认可为全英文课程，不发放系数工作量。课程的考核由

国际教育学院、雷丁学院、沃特福德学院、教发评中心按照

既定标准实施。 

3. 研究型教学、拔尖课程系数工作量单独考核，由教发

评中心组织，考核结果以阶梯系数体现，卓越档、优秀档、

良好档的系数工作量分别按 1、0.5、0.2 计算，合格的不予

发放系数工作量并取消其两年内在拔尖班授课的资格。 

4. 雷丁学院、沃特福德学院英语类课程，其教学内容、

教学形式等按照外方教学要求，该类课程系数为 0.5，纳入

系数工作量考核。 

5. 任课教师须按学校规定时间整理、移交当学期的课程

教学档案材料，没有及时移交或者移交材料不完整的，将视

情况扣减该课程的工作量。各学院负责建立课程教学档案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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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，按照要求对材料进行清点归档，并将清单签字盖章后报

教务处备案。 

（二）实验教学工作量（B） 

实验教学工作量 B＝S×（1+K+L+F），其中： 

S：教学计划实验学时数 

K：实验班级人数系数（见表 1） 

L：实验类型系数 

F：实验分组重复班系数 

表 4：实验类型系数 

实验类型 L 

一般实验（上机） / 

化学、材料、环境、强电类实验 0.2 

表 5：实验分组重复班系数 

实验类型 F 

不分组或分组第一次实验 / 

分组后第二次实验起 0.9*（分组数 N-1） 

（三）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量（C） 

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量 C＝指导学生人数×R，其

中： 

R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标准课时 

表 6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标准课时（单位：标准课时） 

专业 
文科 理工科 艺术 

12 14 14 

注：雷丁学院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部分专业双学籍学

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需要配备校内指导教师，协助外方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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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指导学生实验、英文评阅、答辩等工作，校内指导教师的

工作量按正常工作量计算标准的 1.5倍系数计算。 

考核办法： 

1. 按照年度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数发放工作量。 

2. 在省级及以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中，抽检结

果为“不合格”或“警示”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，扣除指导教师

该篇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工作量，并按学校教学事故文件予

以认定和处理。 

（四）指导实习（课程设计）工作量（D） 

1. 实习（课程设计）工作量计算公式 D=实习周数×（指

导学生人数÷50）×16。如（指导学生人数÷50）＜1，以 1计。

50人为标准人数基数。 

2. 安排校外实习的课程，学生人数标准基数 25；若专

业人数低于 25，指导学生人数按专业实际人数计算。不得随

意拆分专业人数。 

3. 毕业实习（生产实习）工作量按每个学生毕业实习（生

产实习）指导工作量为 1.6计算。 

4. 师范专业教育实习指导工作量按指导一个学生 2个工

作量计算。 

考核办法： 

指导实习（课程设计）以学院自查考核为主，毕业实习

安排由学院负责审核后报教务处备案，依据实习课程的实习

计划表（“毕业实习”为毕业实习安排计划），教务处组织人员

对各类实习课程进行抽查，一经发现弄虚作假即收回该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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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（课程设计）所有教学工作量，并对该学院和相关任课

教师进行通报批评。 

（五）指导创新创业竞赛工作量（E） 

教师承担藕舫学院创新创业竞赛实验班授课培训任务，

在按一般课程计算时，增加竞赛级别系数工作量。竞赛级别

系数如下： 
竞赛班分类 竞赛级别系数 

Ⅰ类竞赛 1 

Ⅱ类竞赛 0.5 

Ⅲ类竞赛 0.2 

说明和考核办法： 

1. 基本工作量：根据开班时间当年度核算报学校。 

2. 系数工作量：对标申报时本届竞赛预期目标，根据目

标完成情况，给予相应增加系数工作量。 

（1）有省赛或区域赛的，完成省赛第一等级预期目标

或取得近三届最好成绩（获奖等级或获奖数量）的，给予系

数工作量的 40%；完成国赛第一等级预期目标或取得近三届

最好成绩（获奖等级或获奖数量）的，给予全部系数工作量。 

（2）无省赛或区域赛的，完成国赛第一等级预期目标，

给予系数工作量的 100%；取得近三届最好成绩（获奖等级

或获奖数量）的，给予系数工作量的 80%。 

3. 竞赛实验班负责老师（限 1名）计 4个标准课时，不

占课程总课时，于系数工作量核算后核算。 

（六）指导新教师教学工作量（F） 

1. 教师担任新教师指导教师，给予认定一定的教学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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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标准为每学期每指导一位新教师计 16标准课时工作量。 

考核办法： 

教发评中心每学期对指导教师指导情况（上课和备课）

进行抽检（不低于指导教师总数的 20%），抽检不通过者将

不发放指导新教师教学工作量。 

新教师上课被督导听课评价为“合格”及以下等级的将不

发放指导新教师教学工作量。 

（七）拔尖班学业导师指导工作量（G） 

拔尖班本科阶段导师指导工作量，在完成规定指导任务

前提下，前七学期按每生 2课时/学期计算，第八学期按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量标准计算。 

（八）课程助教指导工作量（H） 

经学校批准，学院聘请企业、高校、研究院/所等单位人

员给本科生上课，应当同时配备一名本院老师担任课程助教

工作，协助负责联络协调、课程教学档案材料建设整理归档

等有关教学工作。助教工作量按 5乘以授课班级人数系数的

标准予以发放。 

（九）教学工作量考核 

1. 对课程教学（包含 A理论教学、B实验教学、E创新

创业竞赛培训）工作量开展督导听课抽检考核，具体抽检考

核由教发评中心和教务处制定考核方案并实施。 

2. 抽检考核评估为合格的扣除一定比例工作量，评估为

不合格扣除全部工作量并按学校相关文件处理。 

第二部分 研究生教育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和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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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的计算单位为“标准课时”，教

学（指导）工作量M＝A﹢B﹢C﹢E，其中： 

A：理论教学工作量 

B：实验教学工作量 

C：指导学位论文工作量 

E：指导创新创业竞赛工作量 

二、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的计算方法和考核要求 

（一）理论教学工作量（A） 

理论教学工作量 A＝T×（1+K+Q+Y），其中： 

T：教学计划讲课学时数 

K：授课班级人数系数 

Q：授课类型系数 

Y：授课对象系数 

表 1：授课/实验班级人数系数 K 

课程类型 标准班基数（N） 人数(X) K 

普通课程 30 
30＜X≤60 K=（X-N）/60 

X＞60 0.8 

在线开放课程 200 
200＜X≤2000 K=（X-N）/1800 

X＞2000 1.5 

表 2：授课类型系数 Q 

序号 课程类型 Q 

1 一般课程 / 

2 全英文授课 1.5 

3 省级及以上立项课程 1 

4 在线开放课程 获批省级为 1，国家级为 1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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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授课对象系数 Y 

授课对象 Y 

硕士研究生 0.1 

博士研究生 0.2 

说明： 

表 2中系数不重复计算，选取单项最大标准系数进行计

算。省级及以上立项课程，在立项当年计算系数。 

考核办法： 

1. 全英文课程是指授课语言、教材、课件、课程大纲、

学生作业和考试均为英文，其中任何一项未能使用英文，均

不能认定为全英文课程；课程的考核由教发评中心、研究生

院、开课学院按照标准进行考核。 

（二）实验教学工作量（B） 

实验教学工作量 B＝S×（1+K+L+F+Y），其中： 

S：教学计划实验学时数 

K：实验班级人数系数 

L：实验类型系数 

F：实验分组重复班系数 

Y：授课对象系数 

表 4：实验类型系数 L 

实验类型 L 

一般实验（上机） / 

化学、材料、环境、强电类实验 0.2 

表 5：实验分组重复班系数 F 

实验类型 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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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分组或分组第一次实验 / 

分组后第二次实验起 0.9*（分组数 N-1） 

（三）指导学位论文工作量（C） 

1. 计算公式 

（1）指导硕士生工作量计算办法（学制：3年）： 

前两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

=硕士生数×8 

后四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

=硕士生数×22 

（2）指导硕士生工作量计算办法（学制：2年）： 

前两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

=硕士生数×8 

后两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

=硕士生数×22 

（3）指导博士生工作量计算办法（学制：3年）： 

第一学期，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=博士

生数×12 

后五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

=博士生数×36 

（4）指导博士生工作量计算办法（学制：5年）： 

前四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

=博士生数×12 

后六学期，每学期每位导师的指导工作量（标准课时）

=博士生数×36 

注：研究生校外第一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量可在完成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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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备案后发放给校内合作指导教师。 

2. 考核办法 

（1）按年度指导正常学制范围内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数

核算工作量。如所指导研究生有延期毕业情况，则延期阶段

不计算学位论文指导工作量。 

（2）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江苏省学位论文抽检

评议、全国博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

的，扣除相关指导教师指导相关学位论文工作量的 100%，

同时给予其他处理。 

（3）研究生论文盲审或抽检结果出现“不同意答辩”或

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以及有修改反馈意见的，均需按专家意

见修改完善论文，修改后的学位论文质量由导师与学院负责

把关。 

（四）指导创新创业竞赛工作量（E） 

教师承担学校认定的学科竞赛、创新创业竞赛授课培训

任务，工作量在按一般课程计算时，增加竞赛级别系数工作

量。竞赛级别系数如下： 

表 6：竞赛级别系数 

竞赛级别 竞赛级别系数 

Ⅰ类竞赛 1 

Ⅱ类竞赛 0.5 

Ⅲ类竞赛 0.2 

说明和考核办法： 

1. 创新创业竞赛授课培训任务须进行开课申请并经研

究生工作部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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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基本工作量：根据开班时间于当年度核算报研究生工

作部。 

3. 竞赛级别系数工作量：对标申报本届竞赛奖项设置，

达到最高等级奖项目标的，即可获得系数工作量。 

4. 竞赛班负责老师（限 1名）计 4个标准课时，不占课

程总课时，于系数工作量核算后核算。 

（五）课程工作量考核 

1. 对课程教学（包含 A理论教学、B实验教学、E创新

创业竞赛培训）工作量开展必要的抽检考核，具体抽检考核

由研究生院和教发评中心制定考核方案并实施。 

2. 抽检考核评估为合格的扣除一定比例工作量，评估为

不合格扣除全部工作量并按学校相关文件处理。 

第三部分 来华留学生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和考核 

一、在计算来华留学生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时，在参照

普通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类型系数基础上，增设双语系数(1)

和插班生系数(0.1 或 0.2)，工作量计算和考核办法与学校保

持一致。 

二、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 

（一）全英文授课本科生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 

1. 理论教学工作量 

全英文课程执行学校全英文授课类型系数，汉语课程按

双语系数执行。 

2. 实验教学工作量、独立实践环节工作量、指导毕业实

习工作量、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量，在普通本科生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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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工作量计算基础上增加全英文授课系数工作量。 

（二）中文授课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 

1. 单独组班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 

理论教学、实习实验教学、毕业实习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

在普通本科生和研究生工作量计算基础上增加双语系数工

作量。 

2. 插班生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 

因插班生存在语言、学习基础等诸多差异性，要求任课

老师在教学时间外进行额外辅导。插班生课程任课老师需保

留辅导材料、习题批阅等材料，督导每学期抽查，不合格课

程扣除额外工作量。 

额外工作量计算方法如下： 

（1）插班生人数 1-4人的课程：插班生教学工作量=总

学时×插班生系数 0.1，独立实践环节工作量=周数×16×插班

生系数 0.1，日常辅导不少于总课时数 10%（可累计叠加）； 

（2）插班生人数 15人及以上的课程：插班生教学工作

量=总学时×插班生系数 0.2，独立实践环节工作量=周数×16×

插班生系数 0.2，日常辅导不少于总课时数 20%（可累计叠

加）。 

（3）数理化公共基础课程插班生教学班分散，为方便

教学组织管理，由开课学院指定一名老师负责，对同一课程

插班生进行日常辅导，工作量=总学时×插班生系数 0.2，辅

导不少于总课时数 20%（可累计叠加）。 

（4）指导毕业实习工作量、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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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量在普通本科生和研究生工作量计算基础上增设双语系

数工作量。 

第四部分 金牛湖产教融合园区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计算和

考核 

金牛湖产教融合园区教学（指导）工作量，在参照普通

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类型系数基础上，增加 0.5 补贴系数。

工作量计算和考核办法与学校保持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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